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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衡水中学校长
杨东平

衡水中学引起舆论的关注，有些人认为它被妖魔

化而为之喊冤叫屈；我倒觉得，当前的主要倾向是它还

在被美化、被神化，成为各地政府和学校争相效仿的典

型，这才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

对衡中模式比较幼稚的辩护，是以高考竞争的现实

性论证其合理性，逻辑是既然存在高考竞争，“应试教

育”就是合理的，就不要指责衡水中学。这种简单的决

定论就如同说既然有垃圾堆，我就注定只能成为苍蝇。

其次，是用竞技体育、奥运会来论证其合理性。将高中

教育与竞技体育相提并论，确实透露了衡中模式的核心

价值：放弃育人的目标，将教育直接异化为竞技过程。

然而，竞技体育也是有规则和底线的，例如不能使用兴

奋剂，衡水中学呢？

“应试教育”对学校的异化，存在着从学校——培

训中心——准军营——“模范监狱”这样强度不同的光

谱。作为“应试教育”极致化的标本，衡中模式的危害

就在于滥用成功学的兴奋剂，控制学生的每一分钟、每

一个行为，进而控制学生的意识和思想，使之“万念归

一”，其行为的确与传销组织非常相似。其实，我相信

衡水中学内外，大多数学生、家长、老师都不傻，都具

有常识和良知，内心都知道它其实是不好的，是不利于

学生身心健康和持续发展的，只不过为了赢得高考，孤

注一掷，不惜3年“疯狂”。然而，我们真的别无选择

吗？这是我现在最想讨论的问题。

应当看到，在高考指挥棒和“应试教育”的大环

境中，学校的表现和选择仍然是各不相同的。借用中小

学生常做的“假如我是⋯⋯”的练习，假如我是衡水中

学的校长，我会怎么办呢？我会首先取消50%的清规戒

律，允许学生上课转笔、抖脚、靠墙，允许自习课喝

水、抬头或者发呆；放宽学生的作息时间，让学生有比

较充足的时间穿衣、叠被、吃饭；将学生现在每两周或

四周放一天假，改为每两周放假两天；增加学生的户外

活动、体育锻炼时间，等等。总之，将拧得过紧过死的

螺丝先放松两圈。有人担心这会影响高考成绩，那么，

能不能让实践来检验一下？如果稍微给予学生一点尊

重、一点休息和自由会降低学生成绩，那就说明迄今为

止所有的教育规律、学习科学、管理理论都是荒诞不经

的，原始的奴隶式管理是最高明的。

假如我是衡水中学校长，我会按照国家对公办高中

办学规模的要求和接收“三限生”的规定，逐渐缩小学

校规模，使之回归成为一个比较正常的学校。按照2002

年教育部发布的《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

高中的最大规模为36班，每班50人，即学生总数为1800

人。从当前的现实出发，似可以将高中学校规模控制到

3000～5000人左右。为什么国外优秀的中小学都实行小

班小校？因为学校不是军营，不是富士康。大规模必然

意味着教育品质的变异，不仅不可能关注每一个学生，

而且一举一动都可能发生安全事故，这就是所有巨型学

校不得不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原因。

假如我是衡水中学校长，我还会借鉴其他农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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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经验，向改革要效益。事实上，很多缺乏资源的农

村学校，都通过实行学生主体课堂、高效课堂的教学改

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佼佼者如山东的杜郎

口中学、山西的省级示范性高中新绛中学。他们的共同

经验是把课堂还给学生，把时间还给学生，无限相信学

生的学习潜力，让学生在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中学会学

习，提高学业成就。他们的成功实践，打破了农村学生

只能苦读苦熬的悲催模式；也说明用压榨学生、拼时间

拼命的方式去提高考试成绩，其实是一种不思进取、简

单无能的表现。

跳出衡中看衡中

胡欣红

关于衡水中学的争论，可谓由来已久。但在我看

来，却根本不存在什么争论。

首先，衡水中学是一所不正常的学校，是“反教

育”的“高考训练营”和泯灭人性的“考试机器加工

厂”，完全是不争的事实。倘若仅仅因为它有助于取得

辉煌的高考成绩，学生在学校里激情澎湃、无怨无悔，

就认为有值得肯定和可取之处，那么对使人如痴如醉的

传销行径也应该予以肯定，对当年令无数人蠢血沸腾的

德日法西斯就更应当顶礼膜拜了！

其次，所谓的争论只不过是口水之争，现实中根本

不存在争论。依然故我的衡水中学，不仅风头更劲，而

且影响力越来越大。除了学生和家长想方设法要挤进衡

水中学之外，全国各地的参观朝圣者更是络绎不绝，许

多学校或明或暗地竞相效仿，纷纷把学生往死里管，只

不过没有冠以“衡中模式”，做不到衡水中学那般极致

而已。

换而言之，衡中不过是“应试教育”的典型代表，

是基础教育畸形发展的缩影，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而

已。如果只对水上的一小截评头论足，于大局根本无

补。水面之下的问题不解决，即使费尽千般心思改变一

个衡水中学，也还会不断冒出下一个衡水中学。因此，

我们必须跳出来，站在整个基础教育的高度审视，只要

大环境改变了，衡水中学式的变态学校自然就会消亡。

实事求是地说，从素质教育到大力减负，从推行

课改到深化课改，这些年来没少折腾，但却收效甚微。

不客气地讲，应试之风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

烈，大有席卷一切之势。在“没有分数今天过不去，只

看分数明天过不好”的理想与现实的纠结之中，原本一

些人文底蕴深厚、宽松育人的老牌学校也纷纷沦丧。毫

根据2010年国家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我国将在2020年基本

实现教育现代化，只有6年时间了。如果我们至今对这

种规模巨大、对学生实行严格管制、以分数和考试为唯

一目标的办学模式仍不辨香臭，甚至参与其中，说明我

们对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的目标还多么缺乏共识，距

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还多么遥远！也许，我们需要实现的

首先是教育正常化。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

究院院长；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